
2021【3】1  3 卷 1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成了教育师范生对于思想课程的分心与不重视，其中美术教育
师范生更是如此，丰富的艺术活动往往与红色文化分离，完全
不搭边。红色文化是伟人、先烈们的思想精髓，值得新一代人
去传承与弘扬，并且再创新，进而付诸实践，作为未来的教育
工作者，应当利用此次实习支教的契机，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的
浸染，将所得融入支教事业中，为达到这种成效，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重视上层设计，齐力育人，“画红圈”

要培养较为完善的职业角色意识，短时间内是无法达到的，
它是一场长期“攻坚战”，是系统化的，只有从上层开始变革，
才能将系统整体完善，做好育人事业。画红圈，既是画教育的红圈，
更是画人格、思想的红圈，只有限定一个范围，思想、价值观
才不容易出现偏颇。如果从上层开始设计，应当深刻剖析教师
这一职业的特点和师范生的特点，挖掘当地和支教地区本身所
蕴含的红色文化、历史故事，不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到红色文化教育中来，还要讲好红色故事，办好红色活动，
做好红色宣传，做好红色教育。上层人员也要积极配合工作，
以更好的推动此次下乡支教行动的进行。只有将起点拔高，把
实质找到，全员参与，才能显示成效。“伟人精神”、“先烈
精神”是红色文化的代表精神，它带有很强的育人作用，利用
好它，美术师范生们日渐淡薄的教育职业心态将得到转变，燃
起热爱的火焰，点燃坚守教育的明灯，增强职业角色责任意识。

挖掘红色文化，文化育人，“画红线”

要把红色教育融入到职业角色意识当中，最直接的举措便
是挖掘本地红色文化，既有本地文化特色的特殊性，也更能“现
身说法”，给教育师范生更直观、深刻的教育。美术师范生具
备一定的美术知识，对视觉、图像的东西有更强的感受力，安
排当地红色文化博物馆的参观活动，有助于教育师范生们对红
色文化的理解和吸收。

1、资源丰富，品位独特

自古江西就有“红土地”的美誉，不仅指其土地的红壤特征，
并且江西省亦是著名、历史悠久的红色革命老区。江西省各地
拥有众多的革命历史古迹、遗址址、旧居等，如“革命摇篮”――

高校美术实习支教生职业角色意识培养
——基于红色教育谈职业观

【摘     要】 近两年，江西省美术师范生支教呈现常态化、制度化，省教育厅、文明办等部门积极做好江西省前期高校音体美专业师范生

支教志愿服务试点经验的总结工作，并做了完备的方案。随着十九大的召开，其报告中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

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只有教育事业优先，才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笔者意识到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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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对培养教育者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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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高校音体美专业师范生到村镇中小学开展实习支教工
作，其目的在于能够缓解村镇中小学音体美专职教师紧缺甚至
人员空白的情况，在城乡差距依旧不断拉大的严峻背景下探索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新机制，努力将农村孩子的教育水平与城市
孩子的教育水平持平，尽力实现公平与质量并存。与此同时，
对于大学生而言，此次被选派深入农村支教，是不可多得的历
练自身的契机，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下用赤城的心将教育的果实
播撒向农村这片土地，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此次经历在自身
的生活阅历中将具有独特的色彩。

如今 95 后逐渐成为师范生的前锋，当前的和平环境和教育
环境培养出的大学生，展现出思想多元、活跃、开放的可喜风貌，
但是职业感方面的空白，容易造成价值观扭曲，理想信念偏离
正常轨道，这是极其严重的。教育师范生的本质是大学生价值
观尚未形成，未来的发展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提升教育师
范生的整体质量，完善其人格培养，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增强积极的职业认同感，在当下是一项非常有现
实意义和长远价值的工作。红色文化要滋养未来教育者的心田，
在其心目中建立起“红色高地”，进而影响职业理想教育，这
才是有效的培养。

国民素质的发展方向受制于师范生的价值观取向。其中各
个环节环环相扣，上下紧密相连。师范生是未来教师队伍的组
成部分，其价值取向将影响到教师队伍的整体思想素质，往上
走即关乎国民教育的整体水平。国民素质的整体水平的最终提
升是教育成果的体现。我们的政策是积极向上的、有长远眼光的，
拟订者致力于打造精品师范教师队伍。我们美术师范生在抱有
爱国热情、为国家教育献身的信念同时，也要审时度势，挖掘
自身的不足，由内而外的做到“与时俱进”。真正的与时俱进，
应当有较强的职业认同感，较强的承压能力，较强的社会实践
能力，而这些都是当代教育师范生的薄弱点。信仰和精神危机
的出现也不容忽视，彷徨、迷惑在自身的价值观之路上的美术
师范生不再少数，到偏远、贫穷地区支教的体验在部分教育师
范生看来是一项苦差事，这是一种职业情谊的淡化，可悲而令
人叹息。

由此可见，加强美术师范生的职业角色意识培养，提升师
范生职业道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建立合格“教育常备军”，
是顺应我国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大特
殊点就是红色教育文化，它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仅仅存在几十年，
但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95 后”的教育青年们虽然从小也
浸润在红色教育当中，但是开放、多元的大学教育环境不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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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
南昌，以及秋收起义策源地――“萍乡”等。

2、基础条件好，品牌形成

江西红色文化在交通方面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如京九铁路
的贯通，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四地成独具特色的
红色文化“红线”，是著名的“红色摇篮、绿色家园”。江西
省各方面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着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认真落实“两个务必”的要求和全面
树立科学发展观，紧紧牢记“弘扬井冈山精神，兴我美好江西”
的总体目标不断发展和前行。

3、故事深刻，有代表性

江西省的红色文化中存在着有代表性的故事，故事是用于
宣传和理解的最好素材，美术师范生要学习红色文化，便要了
解红色文化中的代表故事，并深挖其中的精神、理念，转化成
自我的东西。以下选择了几则代表性故事作展示。
4 排头兵故事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部到遂川遭遇当地突袭，部队被冲
散并失去联络，毛泽东带领剩余的人吗突破重围到达井冈山脚
下的村庄，队内仅余 30 多人。毛泽东挺身而出争当排头兵，整
好队伍向井冈山行进。“前锋精神“的学习有利于

培养美术师范生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苦难与挫折面前无所
畏惧，勇往直前，提高职业角色意识中的责任感，冲锋在前，
才能战无不胜。
碧血丹青刘仁堪
1929 年刘仁堪因队内出现奸细叛卖被捕，5 月份被敌人处

以斩刑。临刑前他痛骂敌人，被施以割舌头的刑罚，他用脚沾
血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字后英勇就义。在国家危难之际，
作为中国人应当坚守自身的定位，热爱自己的祖国，永不背叛
自己的国家，这是作为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新一代的中
国青年即将成长为社会的老师，是新一代的先锋，就必须起到
带头引领的作用。美术师范生在实习支教前的培训期间，就必
须明确自身定位，积极培养爱国热情，并将爱国心用于教育的
课程中，尽心尽力培养下一代的祖国花朵。
“十六字诀“的由来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同国民党

的抗战中处于敌强我弱的战况，为对抗国民党的围剿和进攻，
他们在战略上就提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是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的高
度凝练，从这 16 字中我们美术师范生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那
便是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应当善于在环境中探索应对的
办法，既创新又有效，并善于总结以助于最终的提升。但也不
应将支教经历当作“敌人”看待，而是有力的竞争对手，在长
期的与自身的竞争当中，我们美术师范生利用“十六字诀”克
服艰难困苦，终将取得胜利。

这些红色文化故事，都是一道靓丽的红线，它令人注目，

又令人倾佩。

优化传播方式，网络优势一线牵，“画红区”

“95”后从小浸润在网络时代当中，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得
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从线下转到线上，要想
达到最好最高效的宣传效果，就应该优化、创新传播方式，打
造“网络红区”。通过新媒体、自媒体拉进美术师范生与红色
文化之间的距离，在绿色清新、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下接受红
色文化的熏陶，既新颖又“接地气”。在宣传和传播方面，应
当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特色，构筑完善和谐的红色文化阵地，打
造强烈的红色文化氛围，大量创作和设计红色文艺作品，创建
积极向上的网络阵地。

美术师范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坚实的绘画基础，积极
参与红色文化墙绘活动，画出红色故事，绘出形象人物，讲好
红色语言，在创作的过程中，既是自身对红色文化的再吸收，
更是一种再创新。因为绘画是一种语言，通过绘画方式传递出
的信息，别具一格。通过对墙绘过程中的红色故事的凝炼，通
过对不同渠道、平台的红色文化宣传信息的吸收，美术师范生
的职业角色意识将不断完善起来。同时，美术师范生应当积极
参与红色文化相关的线上艺术活动，常常关注微信公众号、微
博等参赛信息的发表，给自身的爱国情怀一片抒发的绿地。

立足实际，策划红色活动，“画红幅”

职业角色意识培养必须联系美术师范生实际情况，与美术
师范生的实际成长环境、大学学习生活、未来职业规划、身心
健康成长相结合。在培训中举行各类诞辰纪念仪式，开展以美
术师范生为主导的红色主题月活动，其中包含墙绘设计、海报
设计、书籍装帧设计等，可自由发挥。由于红色文化内容较多，
需要策划者将其凝炼成二字词语，例如：无私，献身，爱国，诚信，
友爱等，将凝练后的词语作为每个月主题的主题词。充分发挥
江西省红色文化旧址的文化价值，聘请专业的历史专家、博士
等前来培训部门讲座。

4、结语

红色文化的育人基因通过“画红圈，画红线，画红区，画红幅”
四个板块培养学生的职业角色意识，通过培养教育，美术师范
生的职业角色意识将提升多个层次，从相对淡泊，到逐渐明晰，
到坚定信念，美术师范生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正确价值观、强烈
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

教育者终将成为社会骨干，在红色文化的驱动下，鞠躬尽
瘁奉献自身的力量，在当今我国这个极速转型的时期，我们贡献
的一份力量虽小，汇聚成海以后所带来的能量，却能震撼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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